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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"摘要# 目的 了解门诊输液病人在输液期间对健康教育知识和方法的需求情况O 方法 采用自制问
卷调查法对 280 例门诊输液患者进行调查O 结果 患者对健康教育知识的需求具有倾向性和规律性 但也存
在一些误区 有待于护士的正确引导O 结论 健康教育方法应具有多样性 护士开展健康教育时 要根据患者
的健康教育需求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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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健康教育是有计划地传递健康信息 进行行为
干预 使患者获得预防疾病~促进康复~维护健康知
识的护理活动[1] O 门诊输液室是医院的窗口 其具
有病人多~流动性大~周期短的特点[2] O 为了了解
门诊输液患者对健康教育知识的需求情况 笔者对
部分门诊输液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以期为门诊输
液患者健康教育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O
1 对象与方法
1.1 调查对象 为 2011-08 ~2011-12 某三甲医院
的门诊输液病人 280 例 男性 132例 女性 148例 年
龄 14 ~85(36.5 119.5>岁O 已婚 207 例(73.93%> 
未婚 73 例(26.07%>O 工人 115 例(41.07%> 农
民 39 例(13.93%> 医务人员 7 例(2.50%> 其他
119 例(42.50%>O 小学及以下 29 例(10.36%> 初
中 38 例(13.57%> 高中及中专 50 例(17.86%> 
大专及以上 163 例(58.21%>O
1.2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
病人的性别~年龄~学历~职业等一般情况 病人对健
康教育知识~教育方式的需求情况O 由专人现场发
放问卷 说明填写要求后 病人逐一填写 统一回收O
共发放问卷 28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80 份 回收率
100%O 问卷设计选项为多选择形式 用百分率进行
统计O
2 结果
2.1 健康教育方法的需求选择 门诊输液患者选
择最多的是输液室护士个别指导(71.79%>和医护
人员讲解示范(47.14%> 而选择最少的是放映有

关幻灯录像(24.29%>O 见表 1O
表 1 健康教育方法的需求选择

 教育方法 例数 百分率(%>

输液室护士个别指导 201 71.79

医护人员讲解示范 132 47.14

墙报宣传资料介绍 104 37.14

听同病患者经验介绍 96 34.29

听专家讲课或讲座 72 25.71

观看有关幻灯录像 68 24.29

2.2 健康教育知识的需求选择 门诊输液患者要
求最多的是治疗效果(86.07%> 其次是疾病相关
知识(60.36%> 而自我心理调节方法和技巧最低
(10.36%>O 见表 2O

表 2 健康教育知识的需求选择

 知识需求 例数 百分率(%>

疾病治疗效果 241 86.07

疾病相关知识 169 60.36

药物作用及不良反应 147 52.50

输液前后的注意事项 71 25.36

自我心理调节方法和技巧 29 10.36

3 讨论
3.1 门诊输液患者对健康教育方法需求的特点 
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对健康教育方法的需求具有

多样性O 患者选择最多的是输液室护士个别指导及
讲解示范 这说明在患者心中最易于接受的还是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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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护患之间的传统交流方式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易
于缓解患者的焦虑 无助和陌生感 其次为健康教
育手册 墙报和科普杂志 
3.2 门诊输液患者健康教育知识需求的特点 门
诊输液病人最迫切需求是了解治疗效果 86.07%  
显示患者比较注重治疗效果和病情预后等与疾病有

关的信息 病人对疾病相关知识 60.36%  药物作
用及不良反应 52.50% 的需求也较强烈 对拔针
后的注意事项的需求较弱 25.36%  说明门诊输
液病人对需要配合的护理要求认识不足 最低需求
是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和技巧 l0.36%  说明门
诊输液患者对健康教育需求仍局限于他助 而未扩
展至自护与自助 对通过自身努力来促进健康的知
识需求相对较少 容易忽视自我心理方面调节 
3.3 门诊输液患者健康教育对策和方法  l 护
理人员开展健康教育时 应根据患者知识需求的特
点 有的放矢地开展健康教育 如刚输液时 以进行
疾病治疗效果等知识的健康教育为主 满足患者对
此类信息的需求 还可制作多媒体健康教育软件等 
发放健康教育资料 播放相关疾病治疗的录像带 
 2 健康教育是整体护理实践成功的重要环节之
一 3  护理人员在开展健康教育时 应考虑到门诊
病人流动性大 在医院逗留时间短 健康教育力求少

而精 内容要浓缩到最少程度 时间要短  3 在讲
解中要注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避免用医学术
语 4  在治疗的各个环节抓住时机对病人实施健康
教育 如在为病人办理输液手续时 输液时 巡视过
程中 拔针前后四个阶段对病人进行系统教育并保
持其连续性  4 针对病人年龄 性格 职业的不
同 选择不同的谈话方式和内容 说话要有科学性 
艺术性 使患者理解 对于老年人 儿童及感情脆弱
的病人 要多用安慰性语言 多安慰 鼓励病人 
 5 护士除应讲解病人需求强烈的健康教育内容
外 还应针对病人认识不足的一些问题给予详细的
指导 从而改变病人的一些不良从医行为 使病人由
被动治疗变为主动合作 参与配合治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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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"摘要# 吞咽障碍作为脑血管疾病常见并发症 随着脑血管疾病发病率的逐年升高而日益增多 由此所
致的吸入性肺炎 水分营养物质摄人障碍 窒息及心理障碍等并发症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 增高了致残
率及病死率 该文对近 l0 年来有关脑血管疾病吞咽障碍的发病机理 临床表现 诊断及防治等方面的研究进
展进行综述 
  "关键词# 脑血管疾病  吞咽障碍  并发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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